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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J予：

沧海桑田，发展为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系统地客

观地记载公元1895年以来洪湖教育兴衰演变的史实j市教委

组织编写了《洪湖教育志》。它是洪湖教育史上的第一部专志。

清代以前，洪湖教育主要是分布在城乡的一些私塾。清道
●

光时期，新堤建江峰书院。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新堤

的江峰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随后，中、小集镇陆续建小学堂7

所。民国初期，因经费困难，不少学校停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洪湖境内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办列宁小学‘23所。抗战时期，

洪湖境内先后开办了4所中学和50所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特别是1 951年6月建立洪湖县以来，洪湖教育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 987年，撤县建市，全市有各级各类学

校835所，在校学生176793人i教职工9642人。学校门类齐

全，教育结构合理，初步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普通中小学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及高等卫星电视教育

．的良好格局。建水上教学船，开大湖教育之先河，不仅解决了在

湖上流动作业的渔民子女长期入学难的。问题，而且为风光旖旎

的洪湖增添了新的景观。

《洪湖教育志》记载了洪湖教育发展的轨迹和创业的艰辛，



是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夙愿。感谢几位老教育工作者，他们

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博览群书，广集素材，十载

寒窗，七易其稿，终于编纂成这部洋洋三十万言的《洪湖教育
● ‘

志》。
．、

《洪湖教育志》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编纂方法，用语

客观公正，考证翔实精炼；力求略古详今，古今贯通；既立足洪

湖特色，又着眼教育全局；既顾盼人文历史，又记载教育现实，

展示了洪湖教育百年来的发展全貌，是我们对广大教职员工、

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读志明史，用志晓理。古今相应，鉴史察今。《洪湖教育志》

的付梓发行，将为洪湖教育展翅腾飞提供依据，增强活力；对形

， 成政府依法治教，社会尊!J1i重教，教师献身从教，学生立志勤学

的良好风尚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洪湖历史源远流长，洪湖精神名扬五洲。洪湖人民自古以

来勤劳朴实，智慧逸群，勇于奋斗，敢于创业。只要广大教育工
●

作者继续弘扬世代相承的洪湖精神，就一定能再展洪湖教育的
‘●

，4

宏图，再创洪湖教育的辉煌! 。

●

李金元

一九九五年七月_日



例

一、本志取事，上溯于1 895年(有些类目在分陈时适当上

溯)，下限止于1987年底。‘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记述为主，以

语体文、记叙体，纪纲志类，综述历史，分陈当代。表录随文附

载，图片置集于书首。

。三、本志按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编纂方法，采取纲目体结

构，以类为单元，由子目、条目、细目组成。类目之下，各个子目、

． 条目均加分层序号；细目jN,0用黑体字加( ]号标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新中国建立前"或“建

县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法，在括号内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或“建县后”)，使用公元

纪年。“湖北省"、“荆州地区"简称“省’’、“地区"；1 951年建立洪

湖县前的现辖行政区域，称作“洪湖境内"；行文中的地名沿用．

当时地名，在括号内夹注今名；行文中的校名和事物名称，首次

一 出现用全称，其后省略而用通称。

+五、本志称谓挚按习惯_尊’不加政i●定语。如历代_权?多



清、民国等；军队称国民党军、红军、游击队、新四年、解放军等；

人物直书姓名，官职均用当时委任的实职。

1|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以“四为主(即本县

为主、正面为主、近现代为主、人民群众为主)"入志，按生年为

序排列：在世人物按“以事系之"的原则，记入各类目．之中。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货币，一律沿用当时的名称，’
r一

’

不作换算和折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币为货币单

位。
◆ ’

’ ’

八、本志列有两种附录：总附录列在全志之尾，辑录了没有
‰

· 写入类日之内而有存史价值的资料；部分类目的附录随文附
●

之。
’

·’

●

，

九、本志所据资料，部分取自省、县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

命烈士纪念馆、瞿家湾革命纪念馆、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县地方

志办公室，部分取自沔阳：监利、嘉鱼、汉阳县教育志稿，部分由。

’

区、镇、场教委会和县直属学校提供，极少数来自12碑；为节省．，
一

“

篇幅均未注明出处·重要引文，在文内加括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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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述

有成就者亦不少。如实业家、教育家、出

版家卢靖和卢弼，辛亥革命武昌军政府

内务部部长杨时杰和理财部部长李作

栋．著名化学家、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中国现代文

学家、评论家刘绶松，书画家、考据学家

陆开均，法学博士、武汉著名企业律师

周宗淦．高级电信工程师刘瑜，医学博

士、武汉卫生局局长李博仁等。

新中国建立初期．县政府接收和恢

复了原有学校．学习老解放区和苏联的

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改造私塾，发

展村小，增设中学，兴办师范，开展扫

盲。到1957年．小学在校生中工农子女

的比重由1951年的19．5％上升到

60％。中学也发展到2所，洪湖一中成

为完全中学。1958u1960年连续三年

的“大跃进”，小学增加近1倍，中学增

加近8倍。教职员工也随之增加，超越

国民经济承受能力。1962年后调整学

校布局，缩短战线．精简了部分教师。

1964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

动制度一，开办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中

学，发展耕读小学．教育事业稳步前进。

至1966年，全县有中学16所，比1949

年增加14倍，在校学生增加24倍多；

小学515所，比1949年增加45倍，在

校学生增加28倍；城乡学龄儿童的入

学率由原来的20％增加到60％。。文化

大革命一开始后，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

坏，教师队伍受到摧残，教育质量急剧

下降。中学曾一度砍掉外语、历史、地

理、生物、生理卫生课，其它课则改为政
． 语课、农基课、工基课、革命文艺课和军

体课?小学以。语录一、大批判文章为教

学内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洪湖教育事业进入振兴时期．经过

10年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全日制学校教育

网络，和从扫盲到成人高等教育的不同

年龄层次的成人教育网络。已经从培养

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逐步扩大到全民

．受教育的大教育格局。其成就主要表现

。在： 一

：，

基本普及初等教育。1984年，城乡

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9．2％；巩固率

为98．1％，普及率为99．8％，毕业率为

98．7％，升学率为65％。经省、地检查

验收，确认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县"。

洪湖水上教学船的创办与发展，改变了

，大湖渔民子弟长期入学难的问题，学龄

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均保持在80％。

进入八十年代，中学经过多次调整，教

育质量稳步提高，78所普通初中正向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迈进。

职业技术教育在改革中发展。进入

八十年代，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变，

全县兴办了职业高中11所，加上原有

中等师范学校和第二技工学校，在校生

近3000名，占中等学校高中阶段在校

生的60％．1986年．全县职业高中计划

招生1000名，报考者十分踊跃，竟达

2800多名，实际招生1355名，占当年

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

41．3％。县水产中学的名字越来越响，

不仅本地水产养殖场到学校。抢"毕业

生，外县市水产养殖场也到学校录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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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

成人教育有新的突破。一是在办学

上形成了政府统筹、教委协调、部门办

学为主体的格局。除农业广播学校洪湖

分校、广播电视大学洪湖工作站和县教

师培训中,t．-夕l-，县直各战线举办的中等

专业学校就有11所，有10734名干部、

职工参加学习。二是以县成人中专为龙

头，乡镇成校为骨干，村级成校为基础

的成人教育网络基本形成。1987年，全

县有各级农民成人学校102所向学员

传授实用技术和最新技术．共培训种

植、养殖、加工、农机各类人员3万多人

次，被农、渔民称为。致富学校一。全县少

青壮年中的非文盲率由1951年的

28％提高到1983年89％以上，成为基

本无文盲县。 、

教师队伍素质有较大提高。进入八

十年代，通过县、地、省三级岗位培训和

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教学手段，提高

教师水平。据1987年统计，有3800多

名教师领取教材知识考试和教学效果

考核的“合格证一；现有在籍中师函授

生、中师和大专卫星电视生近3500名，

已毕业大专和中专函授生700名。

办学条件有一定的改善。县财政教

育经费的投入，由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19％上升到28．3％，最高年份(1980)

达43．8％。1980年，开始向社会集资办

学，至1987年止，城乡企事业单位和学

生家长累计集资2898万元，使全县

610所中小学实现了。一无两有一(校校

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

38年来，全县已培养小学毕业生

34万余名，普通初中毕业生15万余

名，普通高中毕业生7．2万名，中等专

业学校毕业生7300名，为大专院校输

送新生3575名。1977至1987年11年

来为中专输送新生29帆名，为各类军

事院校(含空军飞行员)输送新生154

名。就现任在职人员看，从高：中级干部

到一般干部，从教授到小学教师，从科

学家到技术员．从企业厂长到工人，皆

为新中国建立后学校培养出来的。据

1987年调查，全国获教授、副教授高级

职称的洪湖籍名人已近300人，获博 ．

士、硕士学位的有170余人。在武汉市’’

20所大专院校中(包括武汉大学、华中

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

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洪湖籍教授、副

教授近百人，可以称之为“群星灿烂"。

洪湖的希望，除拥有一批科学教育界骄

子外，更要靠一大批有文化、有科学技

术的劳动者。据1986年调查，百户农业，

家庭人平纯收入为712元．其中具有

高、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比一般农户的

收入高32．7％。全县6000多科技示范

户中，高小文化程度的户主占‘51％．

高、初中文化程度的户主占43％，文盲

的户主仅为6％。而由省科学普及协会

命名的213户科技示范户，均是高、初

中文化程度的户主。

38年来，我们取得了比历史上任

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成就。但是，

洪湖教育的现状仍然不能满足。两个文

明一建设发展的需要，与先进发达的地

区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离市委、市政府

提出。科技立市、教育为本"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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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甚远，其主要问题是：经费紧缺，校

舍简陋．教学设备落后，在一定意义上

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尊师重教

的社会风气不浓，教师待遇偏低，师资

整体素质仍不高．结构不甚合理．部分

学科教师缺乏．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

高；初中生流失率较高，给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

清楚地看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义

务教育法》的贯彻施行，给洪湖教育事

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只要我们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调动各方

面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开创

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洪湖的。两个文

明一建设培养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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